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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態度調查 2020 

 

調查摘要 

 

引言 

 

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公署） 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20年 8月至 10月期間，進行一項資料使用者對個人資料私隱的態度的

意見調查，為私隱公署提供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最新資訊以作參考。 

 

調查方法 

 

2. 本次調查一共收到 227個回應，其中 203個是透過電話進行的問卷調查，

其餘 24 個是透過網上進行的問卷調查。基於回應率不高，調查結果未能

被推算為涵蓋香港所有資料使用者。但就行業及香港僱員人數而言，調查

結果集合來自不同行業的資料使用者的意見，在分析資料使用者對資料保

障及私隱的看法方面，仍具有一定價值。 

 

主要調查結果 

 

受訪者背景 

3. 調查收集到的回應來自 13 個不同行業，因此樣本具廣泛代表性。由於回

應率不高，所得的結果未足以確定在統計學上的代表性，所以樣本沒有被

加權調整至與政府統計處的資料相配。然而，回應所包含的行業廣泛，有

助了解不同行業的意見。雖然小型公司（即在香港有 1-9名僱員的公司）

在本調查的樣本中佔多數，但樣本中亦包含各類規模的公司。 

 

私隱管理系統 

4. 在對私隱管理系統的了解程度方面，最多受訪者（25%）回答完全不了解

（在 0至 10分中給予 0分；0分代表完全不了解，10分代表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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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37.9%的受訪者給予 6分或以上。在實施私隱管理系統的階段方面，最

多受訪者（27.3%）回答完全沒有實施（評分為 0），但 49.7%的受訪者的

回答評分為 6分或以上。被問到私隱管理系統的主要好處，最多受訪者（共

70個回應）表示是更佳的資料保障，其次是更能達至合規（共 5個回應），

而其他的答案只有一至兩個回應。被問到實施私隱管理系統的主要困難，

最多受訪者（共 7個回應）認為是教育僱員，其次是欠缺管理層的支持（共

4個回應）及私隱管理系統的要求欠缺清晰（共 3 個回應）。 

 

保障資料主任 

5. 只有 17.6%的受訪者有委任保障資料主任。 

 

私隱影響評估 

6. 只有 14.1%的受訪者曾進行私隱影響評估。 

 

合規與投訴 

7. 關於在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方面的困難程度（在

0至 10分中評分；0為完全沒有困難，10為非常困難），最多受訪者（21.4%）

給予 5分，而 21.4%的受訪者回答 6至 10分。被問到過去 12個月接獲與

私隱相關的投訴數目，絕大多數受訪者（94.6%）表示未曾接獲投訴，而

平均每間機構接獲的投訴數目為 40，這顯示大部分的投訴只與個別資料

使用者有關。 

 

對中國內地相關法規的認識 

8. 大部分受訪者不認識中國內地兩條有關保障個人資料的法規，超過一半受

訪者表示對《網絡安全法》（58.9%）及《個人信息安全規範》（59.0%）完

全不認識（在 0至 10分中給予 0分；0為完全不認識，10為非常熟悉）。 

 

對私隱公署的認識 

9. 受訪者被問到有否透過大眾媒體、大眾媒體以外的廣告、刊物、網站/社交

媒體及活動接觸到私隱公署的推廣訊息。過半受訪者（59%）表示透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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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媒體認識私隱公署，其次是透過大眾媒體以外的廣告（28%）、網站/社

交媒體（25%）、刊物（24%）及活動（12%）。被問到私隱公署提供哪種額

外支援是最為有效的，最多受訪者（共 27 個回應）表示私隱公署應加強

推廣/宣傳，尤其是網上推廣/宣傳；其次是提供免費或網上培訓（共 13 個

回應）及更有效地分發刊物（共 10個回應）。 

 

對修訂《私隱條例》的支持度 

10. 本研究涵蓋《私隱條例》的 7項主要修訂建議。針對重大的資料外洩事故

（例如國泰航空的資料外洩事故），相關修例建議包括︰(1)要求機構通報

私隱公署；(2)賦權私隱公署規定機構通知客戶及(3)罰款。針對重大濫用個

人資料（例如起底），考慮的修訂包括︰(4)要求由香港機構控制的社交媒

體平台及網站刪除有關內容；(5)要求從受海外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及網站

刪除有關內容；(6)賦予公署刑事調查的權力及(7)賦予公署對此類個案提

起訴訟的權力。受訪者對這 7項修訂的支持程度頗高，超過 80%的受訪者

對 3 項有關資料外洩事故的修例建議的評分為 6 或以上（在 0 至 10 分中

評分，0 為完全不支持，10 為完全支持），其中超過 60%的受訪者完全支

持有關通知的修訂及超過 45%的受訪者完全支持有關罰款的修訂。另外，

超過 60%的受訪者對 4項有關起底的修訂的評分為 6 或以上，其中約 30%

完全支持全部四項修訂。 

 

11. 而網上調查特別涵蓋額外 11 項《私隱條例》的修訂建議，包括︰(1)指明

保留資料的期限；(2)規管資料處理者；(3)釐清個人資料的定義；(4)加入對

私隱保障問責的法例要求；(5)加強監管敏感個人資料；(6)加強保障兒童個

人資料；(7)更新對跨境/邊界個人資料轉移的規管；(8)加入被遺忘權；(9)

加入對自動化決策的反對權；(10)加入資料可攜權及(11)廢除資料使用者

申報計劃。因網上調查主要由私隱公署的保障資料主任聯會的會員完成，

預料他們相對較了解修例背後的原因。在網上調查中，至少 70%的受訪者

對全部 11項修例建議的支持程度給予 6分或以上（在 0 至 10分中評分，

0 為完全不支持，10 為完全支持）。其中，至少 40%的受訪者完全支持釐

清個人資料的定義、加強保障敏感個人資料及兒童的個人資料的建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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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至少 30%的受訪者完全支持規管資料處理者、加入私隱保障問責、加

強個人資料轉移的跨境/邊界保障、加入被遺忘權、加入有關自動化決策的

權利及廢除資料使用者申報計劃的建議。同時，亦有至少 20%的受訪者完

全支持資料保留政策及可攜權的建議。 

 

新科技的應用情況及私隱風險 

12. 網上調查特設有關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雲端運算及物聯網的應用

情況的問題，及受訪者對這些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相關私隱風險的看法，

包括過度收集個人資料、缺乏透明度、未經同意下更改個人資料用途、資

料保安風險及不必要地保留個人資料。在應用情況方面，雲端運算（50%

的受訪者已採用）及物聯網（41.7%的受訪者已採用）的應用比率是最高。

再次強調，因網上調查主要由保障資料主任聯會的會員完成，估計他們相

對較了解這些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相關私隱風險。受訪者普遍認為人工智

能及大數據涉及較高私隱風險，特別是過度收集個人資料（人工智能

64.3%，大數據 62.5%）、處理個人資料缺乏透明度（人工智能 57.1%，大

數據 50.0%）、未經同意更改個人資料用途（人工智能 57.1%，大數據

50.0%）、不必要地保留個人資料（人工智能 47.1%，大數據 43.8%），以及

資料保安風險（人工智能 50.0%，大數據 43.8%）。 

 

建議 

 

私隱管理系統 

13. 儘管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對私隱管理系統的了解程度給予 6 分或以上，

但仍約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了解，這顯示有需要更廣泛地教育

機構有關私隱管理系統的概念，使它們至少能明白其相關性。私隱管理系

統實施的情況亦與上述脗合，約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全完沒有實施。

不過，大部分受訪者清楚明白私隱管理系統的主要好處是更佳的資料保

障。而最多受訪者面對的困難是教育僱員，同樣顯示有需要提供更多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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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資料主任及私隱影響評估 

14. 少於 20%的受訪者有委任保障資料主任或曾進行私隱影響評估，顯示有需

要進一步向機構述明就委任保障資料主任及進行私隱影響評估帶來的好

處。 

 

合規與投訴 

15. 關於遵從《私隱條例》的困難程度，受訪者的回應都有很大差異，這顯示

有需要找出面對較大困難的行業（私隱公署接獲的投訴數字應可為有關工

作提供良好的基礎）。由於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未曾接獲有關私隱的投

訴，這顯示大部分的投訴只涉及少數資料使用者，因此在這方面的工作需

繼續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方法。 

 

對中國內地有關資料保障的法規的認識 

16.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不認識中國內地兩條主要關於資料保障的法規，雖然研

究未有問及兩條法規是否與受訪者本身的工作相關，但亦可探討是否有需

要舉辦具針對性的培訓。 

 

對私隱公署的認識 

17. 最多受訪者透過大眾媒體接觸到私隱公署的推廣訊息，其次是大眾媒體以

外的廣告、網站/社交媒體、刊物及活動，這顯示私隱公署或需考慮更新宣

傳策略。尤其在有關私隱公署可給予的額外支援，最多受訪者認為應加強

推廣/宣傳，特別是在網上的推廣/宣傳；其次是提供免費或網上培訓及更

有效地分發刊物。 

 

對修例建議的支持 

18. 受訪者對於涉及重大的資料外洩事故及重大濫用個人資料（例如起底）的

7 項《私隱條例》修訂建議都有較高的支持度，特別是有關發生重大的資

料外洩事故（例如國泰航空的資料外洩事故）時須通報私隱公署和通知客

戶及罰款方面的建議，而受訪者對於 4項涉及起底的修例建議的支持度則

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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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網上調查特別涵蓋額外 11項《私隱條例》修例建議。儘管 11項修例建議

都獲得頗高的支持度，因網上調查主要由保障資料主任聯會的會員完成，

在詮釋有關結果時需更為審慎。然而，有關釐清個人資料的定義、加強保

障敏感個人資料及兒童的個人資料的修例建議獲最多受訪者表示完全支

持，這顯示這些修例建議或許可獲優先處理，而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較有

認識的資料使用者亦有較大機會支持這些修訂。相對而言，有關規管資料

處理者、加入私隱保障問責、加強個人資料跨境/邊界轉移的保障、加入被

遺忘權、有關自動化決策的權利及廢除資料使用者申報計劃的修例建議所

獲得的支持度相對較低。資料保留政策及可攜權所獲得的支持度則是最

低。 

 

新科技的實施階段及私隱風險 

20. 從網上調查可見，最多受訪者已採用的新科技是雲端運算及物聯網。不過，

約半數受訪者認為人工智能及大數據一般在過度收集個人資料、處理個人

資料的透明度、未經同意下更改個人資料用途、不必要地保留個人資料及

資料保安方面都涉及較高的私隱風險，這顯示高私隱風險可能是導致這些

新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實施方面較為落後，因此私隱公署在這方面的指引將

更為重要。 

 

 

2020年 1月 28日 

 

 


